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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 凡翻

最
近接触的一些同行告诉我

,

他们在

暑期参加过不少
“

大师班
”

的学

习
。

有
‘ ,

声乐大师
” 、 ’

钢琴大师班
、 “

古

筝大师班
” 、 ’‘

合唱大师班
” 、 ‘

视唱练

耳大师班
” 、 “

作曲大师班
” 、 “

和声大

师班
”

等等
,

真是名目繁多
。 “

大师班 的

学习时间短则 天
,

长则一个月或

天
。

主力
、

单位大都集中在艺术院校
、

文

艺院团及群众艺术馆
。

学习者采取自愿

报名
,

只要参加
,

准能获得结业文凭
。

学

习者还可同时参加几个
“

大师班
” ,

同

时获取几个结业文凭
,

一个暑期
“

满载

而归
” 。

知识不知领会 了多少
, “

大师

身领域达到了登峰造极
,

别人难以比拟
,

且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人
。

例如世界

电影大师卓别林
,

他是世界电影史上的

划时代人物
,

他个人超凡的演艺风格构

成了世界电影的新潮流
,

已定格为世界

电影一段历史的风格特征
。

又如中国京

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
,

他对中国京剧

大胆改革
,

将青衣
、

花旦
、

刀 马旦融为一

体
,

发展了京剧
“

花衫
”

行当
,

为旦角表

演艺术开辟了广阔途径
,

又对旦角的唱

腔
、

念白
、

舞蹈
、

音乐
、

服装
、

化妆等进行

革新创造
,

在京剧艺术发展过程中具有

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
。

他上演的剧目及

证
”

却拿到了不

少
,

回到单位
,

真 让 同事们 刮

目相看了
。

记 得 国 内

音 乐 界 举 办 大

师班最 早 是 由

外 国 专 家来 华

讲 学 引 起 的
。

有必要再抬高到世界的大范围中去
。

目前
, “

大师
”

似乎成了一种时髦称

谓
,

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

受外来影响
。

西方人有着随意夸

大事实的称谓习惯
,

言论自由在艺术界

表现得更为突出
,

这种不良风气 自然会

带到中国大陆来
。

为了满足个别艺术家的虚荣心
,

艺术家到国外深造回来
,

国家优惠政策

给予包装
,

自然就应该成为
“

大师
”

了
。

国内少数艺术家被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

扬
,

自认为已具备了大师的条件
,

听到
“

大师
”

的称谓
,

倍感自信
。

受经济

名 目繁多的
“

大师班
”

引起的思考
年 苏 联 音

乐家勃
·

阿拉波

夫来华 在 天 津

音乐学院讲学
,

有人称为
“

作曲

大师班
” ,

当时

国 内专 家讲 学

很多称为
“

大师

班
” 。

年 月中央音乐学院沈湘教授

受维也纳国际声乐比赛组委会的委托
,

在北京为青年歌手开设
“

大师班
”

之

后
,

在北京
、

上海
、

西安
、

广州
、

成都陆续

出现了各种学术讲座的
“

大师班
” 。

随

着改革开放
,

文艺的繁荣
,

在全国各地

不断出现
“

大师班
”

的学术讲座
,

真是
“

大师
”

满天飞
,

讲座处处有
。

“

大师
”

的称谓
,

国家没有明确的

规定
,

有人认为只要是有影响的专家就

可以称为
“

大师
” ,

这样一来
,

各行各业

有名的专家都是
“

大师
”

了 专家们所

举办的学术讲座都成了
“

大师班
”

高

校的教授或艺术团里的著名演员举办

的各种教学活动
,

都名为
“

大师班
”

从

历史习惯上讲
,

所谓
’‘

大师
”

应是在自

口刘智 强

利 益 的驱 动
。

商家对艺术家

随意冠以
“

大

师
” ,

招财谋

名
,

出现 了众

多 的
“

大 师

班
” 。

求学者

的不 正 之 风
。

有出钱买文凭

的
,

也有 出钱

买名声的
。

个

别求学者不从

自身专业 的实

际 情况 出发
,

缺 什 么 补 什
塑造的许多动人的艺术形象

,

整整影响

了一代人
,

尤其是他将京剧带出国门
,

扩

大了京剧在国际上的影响
。

他自然成为

中国戏剧国际化的开拓者
,

他的艺术贡

献足以说明他是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位大

师
。

在某一艺术领域的阶段性进程中
,

往往只能出现极少量的
“

大师
” ,

这也是

符合事物发展客观规律的
, ‘

大师
”

多了

必然会失去
“

大师
”

的含金量
。

个别艺术

家成为较为突出
,

可以冠以
“

著名
”

就行

了
。

我在电视中看到这样的报道 一个青

年指挥家从国外回来
,

举办一次
“

交响

乐欣赏讲座
” ,

主持人多次称他为
“

世界

指挥大师
” ,

不知是贬义还是褒义
。

说实

话能称为
“

中国指挥大师
”

就足够了
,

没

么
,

而是为了达到自己包装自己的目的
,

到处游说
,

以参加
“

大师班
”

为荣耀
,

是

某某
’

大师
”

的弟子
。

实际上
,

作为
“

大

师
”

本人并不知道 自己已被宣扬为
“

大

师
”

了
。

我们希望随着祖国文艺的不断繁

荣
,

各行各业真正能涌现出更多的大师
,

也希望有关包装艺术
“

大师
”

的部门
,

正

确理解
“

大师
”

这一名词的涵义
,

尊重事

实
,

应用得当
。

真正的大师是艺术塔尖上

的人物
,

艺术家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
,

才

能成为艺术大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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